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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蓝碳拍卖带来无限可能

宁波打算将蓝色宁波打算将蓝色““碳票碳票””变成钞票变成钞票
记者 冯瑄 沈孙晖 张燕 董惊鸿 李芮

蓝碳是什么碳？这是渔民林海
赢的疑问，也是很多读者心中的疑
问。

“蓝碳其实没那么‘神秘’。”
拍卖方之一的象山旭文海藻开发有
限公司创始人朱文荣用其养殖的浒
苔作解释：1 公斤的浒苔苗，可以
长成 1000 公斤的浒苔，它们在生
长过程中会吸收海水和空气中的
氮、磷、碳，起到固氮、固碳的作
用。本次拍卖，企业拍的并不是浒
苔本身，而是浒苔通过光合作用，
固定、储存海洋生态系统中的二氧
化碳，即蓝碳。

其实，“蓝碳”的概念进入人
们的视野不过十几年时间。从“绿
色”到“蓝色”，这个藏在蓝色海
洋里、为全球低碳事业助力的神秘
宝藏，有着大学问。

2009 年 ，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粮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政府间
海洋学委员会联合发布了 《蓝色碳
汇：健康海洋固碳作用的评估报
告》，首次提出蓝碳概念，将其定

义为：由海洋生物，特别是海岸带
的红树林、海草床和盐沼，通过光
合作用、生物链等机制捕获和储存
的碳。

此后，蓝碳的定义得到不断扩
展和延伸。

今年 1 月 1 日，自然资源部批
准发布的 《海洋碳汇核算方法》 正
式实施，将蓝碳明确定义为“红树
林、盐沼、海草床、浮游植物、大
型藻类、贝类等从空气或海水中吸
收并储存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过
程、活动和机制”。

相比陆地和大气，海洋无疑是
碳库中的“C 位”角色。

占地球面积 71%的海洋，是地
球上最大的活跃碳库，其碳储量是
陆地碳库的 20 倍、大气碳库的 50
倍。森林、草原等绿碳的储存周期
最长只有几十年，而蓝碳的碳汇储
存周期可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
这些优势决定了海洋碳汇在国家

“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中的关键
地位。

蓝碳是什么碳

作为海洋中心城市，宁波有着
得天独厚的海岸带资源，海洋碳汇
开发潜力巨大——

坐拥 9758 平方公里的海域面
积、1562 公里的海岸线、614 个海
岛，湿地总面积 347 万亩，约占全
市区域总面积的 23.60%。

可以说，宁波这张蓝色“碳
票”拥有无限潜力，开展海洋碳汇
势在必行。

去年 6 月，我市印发 《关于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方案》，提
出“大力提升海洋碳汇，探索海洋
碳汇核算，推动海洋碳汇资源市场
化交易，提升海洋生态资源价值转
化水平”；今年 1 月，“积极稳妥推
进碳达峰碳中和建设，主动参与国
家碳市场建设，积极发展林业碳
汇、海洋蓝碳”，被明确写入市委
关于以“两个先行”引领现代化滨
海大都市建设奋力打造中国式现代
化市域样板的决定。

几天前，以自然资源部海洋一
所海岸带科学与海洋战略中心主任
刘大海为主要负责人的“杭州湾南

岸海岸带碳汇调查、评估与价值核
算项目”通过专家验收，这也是宁
波首个蓝碳试点。

该研究项目在全国率先提出了
海岸带碳汇全链条技术方案，中国
工程院院士丁德文等专家充分肯定
了该方案：“这为全国开展海岸带
蓝碳工作提供了可参考、可借鉴的

‘宁波方案’！”
“当前，宁波在海洋碳汇方面

的基础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在海洋
碳汇相关制度建设、理论研究与增
汇技术研发、监测调查评估与标准
化建设、海洋碳汇核算系统理论与
实践等方面得到有效推进，并取得
了一些成果与发展经验。”刘大海
说。

对于宁波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拍
卖蓝碳，刘大海认为，这是一次大
胆且有益的尝试。开发好海湾中的
这座碳库宝藏，有利于宁波“双碳”
目标的实现，同时也可以形成新的
经济增长点。持续挖掘蓝碳潜力，准
确衡量海洋碳汇的价值，对宁波实
现海洋碳汇交易乃至成立全国海洋
碳汇交易市场具有重要价值。

宁波蓝色“碳票”有多大

“我的‘蓝碳’梦照进现实
了。”全程见证并参与全国首单
蓝碳拍卖会的朱文荣十分激动，
这些年，这位海归博士和蓝碳

“较上了劲”。
2006 年，朱文荣来到象山黄

避岙乡，创办了象山旭文海藻开
发有限公司，在西沪港养殖浒苔，

“我的日本导师说，全球浒苔成长
环境最好的地方就在宁波象山黄
避岙”。目前，公司年产浒苔 180
吨，以出口为主，内销主要供应波
力海苔、奉化千层饼等食品企业。

2017 年，蓝碳一词在国际
上被频频提及，吸引了当时正在
日本高知大学攻读自然环境科学
博士学位的朱文荣。

初步了解蓝碳后，朱文荣灵
光一现：“我养殖的浒苔，本就是

‘吸碳大户’，一旦开启蓝碳交易，
生态价值‘变现’的通路将更为明
晰。我的浒苔除了本身交易价值
外，还能多一笔蓝碳‘附加值’的
收入。”6 年来，他一直密切关注
国内蓝碳交易的进程，并积极呼
吁政府尽早开启相关筹备工作。

作为省政协委员，在今年的
省两会上，朱文荣建议我省加快
蓝碳发展，设立海洋碳交易及碳
金融中心、谋划蓝碳研究的项目
库、构建蓝碳生态系统示范区等。

今年 2 月 13 日，市公共资源
交易网 （象山县分网） 发布 《蓝
碳 拍 卖 公 告》， 对 黄 避 岙 乡
2340.1 吨蓝碳进行拍卖，受到全

国各方关注。而朱文荣的“旭文海
藻”，就是拍卖方之一。

过去两周，朱文荣的电话成了
“热线”。“最近频繁接到咨询蓝碳
拍卖事宜的电话，不仅有企业，还
有银行机构、公益团体。”此次蓝
碳拍卖在全国的“出圈”程度，让
其始料未及。

根据测算，“旭文海藻”一年
产生的蓝碳有 200 吨左右，即使按
照昨天每吨 106 元的成交价计算，
每年也只能为公司增加约 2 万元的
收入。但朱文荣认为这笔账换一种
算法，就非常“划算”。

“现在关于蓝碳交易的探索刚
起步，我希望通过这次拍卖，能让
更多人关注象山的蓝碳经济、海洋
经济。再把相关金融交易平台构建
起来，就能形成一整套蓝碳交易运
行机制。”在朱文荣看来，蓝碳市
场是一片新蓝海，市场前景广阔。
待相关标准、流程成熟后，未来贝
壳、鱼类养殖也可参与蓝碳总量的
计算，市场“蛋糕”会越来越大。

这笔账对于竞拍蓝碳的企业来
说，也同样“划算”。

朱文荣介绍，CCER （国家核
证自愿减排量） 即将重启，控排企
业通过碳抵消及时完成履约的刚性
需求将得到释放。趁着目前蓝碳市
场价还不高，企业可以提前投资低
价购买，为中和多排放的二氧化碳
做储备，同时也是对“旭文海藻”
这类环境友好型企业发展的支持，
可谓一举多得。

海归博士为啥和蓝碳“较劲”

初春的象山黄避岙乡斑斓海岸线广场，海风习习，“蓝”意盎然。
昨天下午，一场特殊的拍卖活动吸引了塔头旺村渔民林海赢

夫妇的目光。令夫妻俩没想到的是，当地渔民祖祖辈辈赖以为生
的海带等“西沪三宝”中，竟然藏着一笔大伙所不知的财富，也就
是本次拍卖的“主角”——蓝碳。

“砰”！下午 2 时 20 分，随着拍卖师落槌，西沪港一年约
2340.1吨碳汇量最终以每吨106元的价格火热成交，每吨高出起
拍价76元。

这一槌，余音不绝——这是全国首次以拍卖形式进行的蓝碳
交易。

这一槌，意义非凡——这是宁波为海洋碳汇多元化交易的
“中国方案”率先探路。

“这场蓝碳拍卖会，是宁波加快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建设
海洋强市的一次有益探索。”市发改委有关部门负责人说。

蓝碳，对于拥有1562公里海岸线、9758平方公里海域面积
的宁波而言，具有极强的诱惑力。

蓝碳究竟是什么碳？蓝碳交易为啥要以拍卖方式进行？买卖双
方从中能得到哪些实惠？“全国首单”又能为宁波带来什么？

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就会明白这“一槌”的意义所在。

林海赢与丈夫在西沪港养了
3000 根海带。在靠海吃海的渔
民眼中，海洋是个聚宝盆。

“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我
们这里要举行蓝碳拍卖会的新
闻。”她拿起自家养的海带，满

怀 期 待 地 说 ，“ 我 不 懂 什 么 是 蓝
碳，但听别人说，以后除了卖海带
的钱，还能多一笔收入，这可是大
好事！”

象山蓝碳资源禀赋优越，生态
系统碳汇开发潜力巨大：海岸线长

蓝碳拍卖“拍”出了什么

度居全省第一、海域面积居全省第
二，拥有大量海洋碳汇生物。其中
又以黄避岙乡尤为集聚，“西沪三
宝”——海带、紫菜、浒苔作为碳
汇渔业，具有很强的吸碳固碳能
力，目前全乡“西沪三宝”养殖面
积 5500 余亩、年产值 4000 万元。

据宁波海洋研究院博士、副研
究员何丛颖介绍，在本次蓝碳拍卖
之前，全国已有 5 笔关于蓝碳的交
易，均是买方与卖方直接交易。

在她看来，此次采取拍卖的形
式，一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市场价
格，保障溢价空间，以市场机制实
现生态产品价值提升；二可以唤起
企业的环保意识，提升他们的参与
度与社会责任感；三可以提升“双
碳”活动能级，扩大影响力。

作为此次成交方，浙江易锻精

密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制
造、销售、服务、贸易于一体的中
高端锻压机械制造服务商。

这几年，易锻除了将生产所致
的废气、废水、固废等按照标准妥
善处置外，还大面积安装了太阳能
光伏网，借力绿色能源实现节能降
耗。代表公司参与本次拍卖的王媛
表示，公司购买的 2340.1 吨碳汇量
将用于储备，是企业积极应对气候
变化的务实行动。

“以前我们进行海洋生态保护
与修复，投入很大却很难看到直接
效益，生态账和经济账一直处于不
平衡的状态。本次全国首单蓝碳拍
卖，为实现海上‘两山’变现探了
路，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山
银山’，希望这条路能越探越广。”
何丛颖说。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王宏在国新
办一次新闻发布会现场表示，蓝碳
交易是我国实现“双碳”（即碳达
峰、碳中和） 目标的一个重要举
措，但它还是一个新领域，刚刚迈
出第一步。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浙江海
洋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严小军把
海洋分成多个层次：

首先是高潮线附近的岸基，目
前国际蓝碳交易主要集中在这里，
红树林等碳汇得到了 IPCC（联合国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认可。

第二层次是浅海区域，拥有海
洋自身、渔业养殖、河口等陆源输
入等碳汇，因为计算不太容易，目
前国内虽能核算，但还未达成国际
标准。“这也是此次象山蓝碳拍卖
探索的意义，‘西沪三宝’的碳汇
量根据国家相关行业标准，可用于
碳中和、碳补偿等自愿减排，助力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严小军说。

“ 红 树 林 等 三 大 滨 海 生 态 系
统，它们的资源在浙江并不丰富，
主要在浙南和杭州湾附近。浙江的
资源强项在于海洋渔业，大约在海
岸带外侧 50 公里以内区域。地球

上这块区域虽然只占海洋空间的
1%，却是人类活动、生态系统及
蓝碳潜力的中心。”严小军介绍。

“此次拍卖就像一个支点，使
蓝碳发展有了无限可能。”象山县
发改局局长朱约余认为，通过拍卖
这样一个公众活动，不仅使社会各
界对蓝碳有了比较深的认识和了
解，更重要的是，激活了蓝碳从研
究到评估到核算再到认证的一整套
机制，使蓝碳发展有了新路径。据
悉，下一步我市还将推进海洋碳汇
交易平台、海洋碳汇金融产品、海洋
碳汇市场化交易体制机制，绘制“蓝
碳一张图”，同时，重点创新探索海
上风电+海洋牧场+海洋文旅+蓝碳
经济的融合发展新模式。

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告诉记
者，我国蓝碳交易处于起步阶段，
蓝碳资源产权分配制度及交易机制
尚未建立，蓝碳核算和价值评估标
准体系仍不成熟，本底数据缺失，
蓝碳市场交易监管主体不明确，风
险识别研究仍不充分，尚存在诸多
不确定因素。

即便如此，“蓝海”已在，未
来已来，宁波值得“碳”索。

“碳票”变钞票还有多远

西沪港风光西沪港风光。。（（黄避岙乡供图黄避岙乡供图））

全国首单蓝碳拍卖现
场。

（沈孙晖 摄）


